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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二、背景分析 

向度 優勢（S） 劣勢（W） 契機（O） 危機（T） 策略（S） 

地理 

環境 

 本校位於中

壢草漯線與

觀音大園線

的交會處，

交通便利。 

 中壢與桃園

均有客運車

直達本校。 

 鄰近觀音工

業區，發展

快速。 

 學校周邊正

進行都市重

劃，未來交

通環境會更

佳良善。 

 外來人口眾

多，族群多

樣。 

 地處桃園市

的 濱 海 地

區，予人較

為偏遠的先

入 為 主 觀

念。 

 本校位處桃

園市沿海的

中點，極有

可能成為沿

海發展的樞

紐。 

 本校位處都

市 重 劃 區

內，近年建

商推案多，

為本校學區

引入更多學

生及人力資

源。 

 交通動線的

規劃沒有一

套長遠的構

想，造成市

街的樣式較

為奇特。 

 因鄰近觀音

工業區，平

時學生上學

時段車流量

相當，倘又

遇 到 下 雨

時，容易造

成交通大阻

塞。 

◆ 配合都市重

建計畫，掌

握 交 通 動

線，進而發

展學校特色

課程。 

◆ 積極尋求警

察局協助交

通管制，並

鼓勵學生徒

步上學與加

強宣導共乘

之觀念。 

◆ 待都市重劃

完成，學校

週邊道路增

加，有助學

生上學及放

學時段交通

擁 擠 之 因

境。 

學校 

規模 

 普 通 班 47

班、資源班1

班、不分類巡

迴專班１班

及天使班 1

班。 

 屬 大 型 學

校，有助於

學 校 之 經

營。 

 社區發展快

速，有強大

的 增 班 壓

力，目前專

科教室已呈

現 不 足 狀

況。 

 近來商機四

起，待都市

重 劃 完 成

後，勢必再

度吸引外來

 一個學年約

有 7－9

班，有利教

師專業對話

及互動。 

 近年來，新

生人數無明

顯減少，相

對學校就沒

有超額教師

之困擾，讓

學校教師較

 重劃區即將

重劃完成，

未來會帶來

更多人口遷

入，校地及

校舍明顯不

足，影響學

校長遠的發

展。 

 

◆確實掌控班

級人數，建

立相關配套

措施，減輕

教師壓力 

◆建立獎勵機

制，提昇教

師 教 學 士

氣。 

◆積極爭取都

市 重 劃 區

內，緊鄰本



向度 優勢（S） 劣勢（W） 契機（O） 危機（T） 策略（S） 

建商興建大

量住宅，帶

來另一波人

潮。 

有安全感。 校勤學樓後

方之學校保

留用地儘早

劃歸學校使

用。 

行政組

織與運

作 

 平均年齡三

十七歲，年

輕有活力。 

 年輕一代協

調性高、容

易發揮團隊

效益。 

 行政經驗豐

富。 

 行政人員老

中、輕三代

均有，溝通、

協 調 待 努

力。 

 部分處室行

政業務工作

繁多，影響

教師兼任行

政意願。 

 學校人才多

具有理想抱

負者，不乏

人選。可作

世代輪替，

注入新的活

力。 

 行政人員流

動率低，須

自我充實，

具備服務態

度。 

 各組行政工

作內容及業

務量差距過

大，致部份

組長（如教

學）不易找

人擔任。 

◆職務安排採

輪調制度。 

◆辦理行政人

員研習訓

練，提升專

業素養。  

◆建立汰換機

制，增加流

動率。 

 

教學 

設備 

 校園設備規

劃完善。 

 專科教室設

備齊全且樣

式新穎符合

班級需求。 

 新建之活動

中心規劃有

數間專科教

室，近期已

完成大部份

教學設備採

購，本學年

度將下式啟

用。  

 相對於學生

人數，有顯

校 園 腹 地

小，建置硬

體 空 間 不

夠。 

 本學年度會

再班級大致

維持 47-48

班班級數，

專科教室仍

不敷使用。 

 能利用現有

的空間做更

精細的規

劃。 

 配合前膽基

礎建設，積

極爭取各項

經費以充實

相關設備。 

 本校限於空

間腹地小，

造成專科教

室不足之情

境。 

◆積極爭取經

費擴增教學

軟、硬體設

備以期更加

符合學生學

習需求。 

師資 

陣容 

 新進教師來

自不同領

域，年輕有

活力。 

 專長多元

化，讓教學

 教學經驗待

琢磨。 

 教師具強烈

的自我意

識。 

 因應教師課

 推行十二年 

接受力強，

相關校本課

程全員參與

規劃與設計

工作。 

 配合十二國

教的推展，

校本課程的

實施與核心

素養導向的

教學能力需

◆辦理教師相    

  關增能研習  

  提昇教師素  

  養導向教學 

  之專業知能 

◆建立對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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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樣性、

創造性，活

潑教學。 

 研究進修風

氣盛，學歷

提高。 

稅，減少教

師授課節數

將大量聘入

代理代課教

師，其教學

品質難以控

制。 

 因地較偏

僻，特教專

業代理教師

師資難尋。 

 

 年輕教師可

塑性強。 

 近年來教師

報考與錄取

在職進修

（研究所）

人數逐年增

加。 

再加強。 

 部份專長教

師（英、

音）因來自

外縣市，一

直存有市外

或市內調動

之情形，對

於新進教師

之專長又難

以掌控，對

學校而言是

一種不利因

素。 

制，彼此交

流班級經營

心得感想。 

◆確實辦理全

校公開授課

作業，提昇

教師教學品

質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學生 

 班級學生人

數利於分組

教學、同儕

學習。 

 氣質純樸，

素質歷年提

高。 

 仍有不少學

生來自於單

親家庭、隔

代教養、外

籍 配 偶 子

女，缺乏關

愛，形成被

忽 略 的 一

群。 

 資源班學生

學習動機薄

弱，家長支

持度低。 

 輔導室的小

團體輔導，

提供了小朋

友抒發情緒

的管道。 

 多元社團提

供學生發展

的機會。 

 特教老師提

供多元、適

性的學習策

略。 

 未來將申請

「特教課後

班」提供特

教學生更多

學習機會。 

 仍有少數弱

勢族群是較

容易被忽略

的。 

 文化刺激仍

不足。 

 社會多元複

雜，媒體影

響學生甚

大。 

 特教學生學

生斷層、人

數多，且能

力差異頗

大，但師資

有限，造成

資源班排課

不易。 

◆以學校願景  

  為主軸，發  

  展學校特色 

  課程，提升 

  學生能力 

◆積極參與特  

  教相關知能 

  研習 

◆積極推動閱 

  讀教育，提 

  升學生語文 

  素養。 

◆彈性調整特 

  教學生學習 

  策略，提供 

  更適性更多 

  元的學習方 

  式。 

◆鼓勵疑似特  

  殊生家長提  

  出鑑定，提 

  高鑑出率， 

  以達增班標 

  準，擴充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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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提供特 

  殊生更多服 

  務。 

家長 

參與 

 家長熱衷教

育，積極配

合學校行

政。 

 熱衷參與學

校 各 項 活

動，提供大

力的支援。 

 特教師生親

師 互 動 良

好。 

 少數家長仍

較注重分

數，缺乏孩

子具多元智

慧的觀念。 

 IEP會議及

專業團隊入

校服務，家

長出席率偏

低。 

 提供親職教

育等研習機

會。 

 開放溝通管

道、增加親

師生互動機

會。 

 家長會組織

運作健全，

提供學校各

項 資 源 協

助。 

 部分家長以

升學率為導

向，過度重

視分數表現 

 弱勢家庭數

持續成長，

且大都忙於

營生，對於

學校事務與

活動的參與

性不高。 

 家長自主意

識較高，需

密切溝通，

以達共好。 

◆透過班親會

及親職教育

日宣導並整

合家長人力

資源進駐校

園。 

社區 

資源 

 社區家長踴

躍參與學校

教學活動 

 志工團隊訓

練有素，為

一優質之支

援部隊 

 人力資源已

達極限，需

積極開發新

的人力庫 

 志工能協助

學校之時間

侷限於學生

上學及早自

習時段，對

於需長時間

在校協助之

志工類型

（圖書館）

則太少。 

 外來人口

多，可開發

新的人力資

源庫。 

 學校已通過

閱讀特色認

證，且家長

相當認同學

校發展閱讀

教育，有口

碑的教育活

動更能吸引

家長的協助

與投入。 

 志工團隊內

部權力需重

新整合 

 外來人口人

數眾多，因

為陌生造成

距離感，不

易整合 

◆透過宣導及

獎勵機制鼓

勵更多社區

家長走入校

園。 

◆學校行政走

入社區積極

開發人力資

源。 

其他 

 積極主動結

合社區資源

發展課程。 

 社區資源進

入學，協助

發展學校特

 辦理活動經

費缺乏，須

籌措。 

 走入社區辦

理文康活

動。 

 開放校園提

供社區人士

活動。 

 人力整合尚

待費心。 

◆透過家長會

及地方仕紳

整合地方人

心。 

◆學校與地方

彼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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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互通有無。 

 

 


